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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内容简介：在“十七
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些小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的文本化呈
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几代人有关革命历史的深刻记忆。《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
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以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将20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叙事活动，考察其生成的具体语境，研究这批作品叙述革命历史
的动机所在，以及作家是在何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完成对历史的文本化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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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剑敏，男，1970年10月生于内蒙古武川。200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研究方向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当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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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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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
2、前年凑单买的一本博士论文，讲十七年文学。看完之后我曾写在本子上这么一句话：最近一年来
看了四本书挺有意思，邓小平时代讲述了中国前改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历史，中国红色叙事生成机制
是这段历史在文学中的映像，政治漩涡中的人民日报是这段历史在宣传中的映像，告别革命是这段历
史在哲学中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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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这书题目题
目靠谱。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也是这一段可挖掘的地方。夏志清《195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有粗略
但极富洞察力的概括，但还是显得太过于粗浅了，更何况他那文章写就时，文革都还没有结束，夏是
在长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凭着自己的知觉和经验在谈，很多一手资料根本不可能看得
到。现在时过境迁，再回头来，评估和回看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绝对是大有话说。我希望这本书
写成什么样呢。它至少是对那段时期大量涌现的革命历史小说进行批判和文学艺术价值的重新审视。
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环境的历史记述。是对一种文学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产物的深入分析。这本书的出
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郭剑敏。这是他在浙大攻读博士的博士论文。出版日期是2010年九
月在前言中，已经说明了这本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了，也很有味道，让人期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创作中，革命历史小说占据着绝对的创作优势。这些小说为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革命历史进行文本化的呈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书以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考
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成这批革命历史小说的具体语境。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对文本的内涵进行重新解
读，而是重点考察这些文本的生成过程，研究这些文本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叙述历史以及是如何把
历史叙述出来的。”花了一两天翻了一下，很多地方的确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引用太多西方理论让我
心生反感，只需要凭着自己的感悟和感性认识就可以书写，为什么要生搬硬套别人的东西呢。实在是
无聊。这一点需要向安敏成学习。

Page 7



《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